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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4%，38 个
行业大类中有 29 个行业实现增
长，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响应国
家稳增长政策，市场复苏步伐加
快，政策效应显著，推动工业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取 得 新 进 展 。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传
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工艺提
升，实现了提质增效和转型升

级。今年我市共实施 430 项增资
扩产重点技改项目，完成投资超
过 222.7 亿元，其中 174 个项目已
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同时，我
市还下达省级重点技改设备奖补
专项资金 3410 万元，有力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

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我市
重点产业链不断壮大。市工信局
积极推进钢铁与装备制造等5条工
业特色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工

作，落实“一链一策、一链一规
划、一链一方案”的精准施策。
市县两级共出台140条产业链发展
政策措施，全力推进22条县域重
点产业链的发展。前三季度，钢
铁与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两大主导
产业累计增长 6.5%，对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了35.8%。

此外，我市还积极推进数字
化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今
年，我市开展“千员万企”行动，聘
请42名市级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
专家顾问，为120 家企业进行数字
化诊断，有效促进企业降本增效。1
月至9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39.41 亿元，同比增
长9.1%，为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奠
定坚实基础。

（全媒体记者 朱丹宇 通讯
员 涂文珍）

设备“更新” 产业“焕新”

我市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讯 10月31日，在大田县
上京工业园福建晟兴铸造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进行白模
成型、修理等工作。

“我们生产的汽修、机台设备
等，长期和泉州维多利、明利等 30
多家企业合作，年供货量 6000 余
吨。”晟兴铸造负责人李亚忠介绍，
企业旧厂位于泉州南安，2021年到
上京工业园建设新厂，“我们从开
工到投产仅用8个月，项目的快速
投产离不开园区的贴心服务。”

晟兴中高端铸件项目，总投资
2.05 亿元，占地面积 60 亩，建设大
型静压造型生产线3条、铸件加工

及涂装生产线各1条，可实现年产
铸件3万吨，年产值2亿元，年纳税
2000万元。

在铸造和装备制造上，泉州与
大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大田作
为“中国铸造产业集群县”，有60多
年的铸件生产历史，产品畅销全国
乃至世界。近年来，上京工业园瞄准
泉州铸造和机械加工行业，积极与
泉州机械配件协会、泉州五金配件
协会和泉州大田商会联系，通过项
目会商联审制度，研判入园项目，推
动晟兴铸造、铁牛铸造、超越科技、
太宇阀门等20 多家泉州籍企业和
凯沃科技等在泉田商回归企业，在

上京园区成功入驻并投入运营。
山区不是包袱，而是发展的希

望所在。大田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瞄准泉州优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
产业链、供应链，有效带动本县纺
织、铸造、陶瓷等行业的蓬勃发展。
其中，京口工业园成功引进中工塑
胶、新隆上超纤、育灯纺织等泉州籍
企业14家，涵盖轻纺类、皮革类等多
类产业，累计投资额超20亿元。

中工塑胶建有8条涂布生产线
及配套胶粘制品生产线，采用全
自动化水平的设备和国内领先水
平的胶粘制品生产工艺，经营范
围包括胶粘制品、胶水、薄膜生

产及销售。
“2016 年投产以来，我们生产

的胶带，长期给泉州企业供货，由
于产品质量好、可靠性高，合作一
直延续至今。”中工塑胶负责人介
绍，公司和泉州达利园食品等大型
企业长期合作，销路不愁。

近年来，大田县积极探索“泉
州企业+大田资源”“泉州研发+大
田制造”“泉州市场+大田产品”“泉
州总部+大田基地”合作模式，推动
两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
融合，在“山”与“海”之间架起了一
座友谊之桥、开放之桥、发展之桥。

（大田记者站 苏 珏）

大田：深化山海协作 实现共谋发展

本报讯 10月30日，福建天尊
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铸造用生铁
高炉改建工程项目现场秩序有加，
工人们正对风机系统进行试机工
作。该项目总投资32679万元，拆除
两座128立方米短流程铸造用生铁
高炉，就地改建成一座 256 立方米
短流程铸造用生铁高炉，配套喷
煤、吸附制氧及煤气回收利用等系
统。项目的加快建设是三元区钢铁
与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三元区钢铁与装备制造产业
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依托三钢
集团龙头带动，现发展形成覆盖铸
锻成型、机械加工无损检测和工业
零部件等领域的全产业链条。目
前，全区规上钢铁与装备制造企业
76家。2024年1月至9月，钢铁与装
备制造产业实现产值476.71亿元，
同比增长 3.86%，占全区规上工业
总产值的64.79%。

今年以来，三元区通过持续健

全完善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成功推
动百特智能、宏立机械等4家企业
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恒凯成套、
华丰机械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毅君机械、台明铸管获评
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称号。

同时，鼓励企业研发、生产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装备、关键部件
和基础产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生产
方式向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
有效提升了三元区装备制造领域的

市场竞争力。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产
业发展的有力抓手，扎实做好要素保
障和服务协调工作，持续推进三钢三
高线、天尊高炉改建、建鑫重工二期
等31个总投资约116.79亿元的重点
项目建设。截至9月底，累计完成投
资 53.84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94.61%，三钢中大棒、泉烨机械、三洋
造纸等20个项目建成投产。

（三元记者站 张倩茹 通讯
员 王彦斌）

三元：构建钢铁与装备制造业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 10月24日，在福建省
八一村永庆竹木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
忙着生产竹制装备板。这些竹制装
备板将漂洋过海，运往新加坡、美
国、法国等国家。

公司董事长徐先豪说：“我们
公司的竹制装备板应用非常广泛，
能运用在火车、汽车、轮船、集装箱
的制造中，十分畅销。今年以来，公
司员工加班加点赶生产，订单都已
经排到12月了。”

这家公司是国家林业重点龙头

企业、福建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生产的“永庆牌”竹木、集装箱底
板等系列产品是福建省名牌产品。

这家公司是永安市持续发展
竹产业的生动实例。

永安市地处闽中偏西，笋竹资
源禀赋优异，现有竹林面积 102 万
亩。近年来，永安市持续做大做活

“竹文章”，坚持把二产作为竹产业
龙头，加快打造竹产业集群，持续完
善竹产业链条，积极引导竹加工企
业向普竹板、重组材、竹家居、竹工
艺品等终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目

前，永安市有中国驰名商标3件、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个、福建名
牌产品3个、福建省著名商标1个。

把一根竹子“吃干榨尽”。被授
予国家竹产业科技示范园区的永
安，现有笋竹加工经营企业169家，
其中规上企业27家，拥有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4家，竹企业数量和规
上竹企业数量位于三明第一；已持
续打造20个系列2000多个品种的
笋竹产品，形成了以竹板材、笋制
品为主，竹家具、竹香芯和竹机制
炭为辅的产业集群，去年实现竹业

产值107亿元、增长10%。
竹质板材生产是永安竹产业

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法宝”。集装箱
是商品进行远洋运输的主要运输
工具。近年来，永安市积极生产集
装箱底板等各类竹质板材，其中竹
木集装箱底板占全球市场份额30%
以上。今年以来，全球竹木复合集
装箱底板出现爆发期需求，永安市
竹木复合集装箱底板产量再创新
高，全年有望突破50万立方米。

（永安记者站 林 丹 通讯员
王淑婷）

永安：用小竹板撬动全球大市场

本报讯 11月1日，有着20多
年竹荪种植经验的将乐县高唐镇
村民林升平正在抢抓时间，为来
年的竹荪种植准备培养基。“明年
打算种50亩竹荪，下个月就可以
开始种植，产量好的话，产值预
计能达到50万元。”谈起来年的竹
荪种植，林升平信心满满。

将乐县种植竹荪已有 30 多年
历史，目前全县种植面积 1500 余
亩，是将乐县发展珍稀食用菌带
动农民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的新亮点，也是将乐县用心做好

“土特产”文章的缩影。

近 年 来 ， 将 乐 县 始 终 牢 记
习近平总书记“青山绿水是无价
之宝”的重要嘱托，立足资源禀
赋，多举措支持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制定“1+7+N”产业链工作
机制，编制 《将乐县现代特色农
业发展规划》，制定印发《将乐县
现代特色农业产业链发展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重
点谋划畜禽、稻种、果蔬、食用
菌、中药材等 5 条特色优势产业
链。努力让“土特产”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
支撑。在做大做优农特产品的同

时，突出地方特色，培育省级
“一村一品”专业村、农业产业强
镇、农业品牌等。将乐竹荪、红
糖、甜橙、山茶油被评为“地理
标志农产品”，龙栖山泉、清语
橙、高山大米入选第一批“绿都
明品”。积极引导生产主体申报

“山水将乐”区域公共品牌，目前
全县已有地理标志农产品、绿色
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等农业品牌
55 个，“将乐竹荪”“将乐红糖”
新获全国名特优新产品认证，6家
主体获批使用，“将乐红糖”入选
2024年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

同时，加大农业品牌推广力
度，鼓励企业参与全国各地大型
展销，注重与旅游市场营销、赛
事活动举办等工作相融合，加大

“山水将乐”农产品的推广力度。
充分发挥电商直播带货优势，发
展“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新模
式，培育一批网红品牌，真正让
农产品订单“多”起来、商气

“热”起来。“竹荪、红菇、红糖
……具有鲜明将乐地域特色的产
品，源源不断地走出深山，走向
四面八方。

（将乐记者站 黄言亮）

将乐：让土特产成为富民大产业

10月30日，一阵阵欢声笑语萦
绕在三元区莘口镇楼源村瓦坑。来
自三明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
计专业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此
开展每周1至2次的现场实践课程，
把设计创意带进“田间地头”，用知
识和灵感，让瓦坑艺术村重焕魅力。

瓦坑毗邻格氏栲国家森林公
园、中国传统村落忠山村，区位交通
优势明显，人文生态环境良好。瓦
坑艺术村艺术文化交流项目是三元
区抓住三明市作为首个海峡两岸乡
村融合发展试验区，三元区作为全
省首批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县建
设机遇，与三明学院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打造的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
项目（一期）计划实施9个项目，总投
资约5000万元。

漫步在瓦坑艺术村的乡间步道
上，清新的空气和处处弥漫的艺术
气息令人心旷神怡。道路一侧“烟

老头”“瓦坑号”是曾经的烤烟房，学
生利用村中遗留的水管、锅盖等现
有材料，对楼房外部进行重新装饰，
打造成别具一格的全新“地标”；由
破败的推车改造而成的货郎车上，
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风车、灯笼、鱼
灯等物品，仿佛令人身临古代买卖
的繁荣场景……在设计图纸上，每
幢遗留下的民房，都被赋予了全新
的“使命”——1 号楼充当艺术工
坊展示区、3号楼作为漆艺工坊、4
号楼成为木工坊、5号楼要打造陶
艺馆、6号楼将来会成为闽台研学
空间……

这辆货郎车，是学生们尊重历
史并融入创新进行设计的缩影。艺
术与设计学院教师陈萍婉介绍，大
家对货郎车的认识来自于北宋时期
的货郎车买卖，学生对瓦坑历史挖
掘了解后，得知当地居住人口最多
时候有70多人，

三元区瓦坑艺术村——

以“艺”为桥连通两岸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吕 杨

10 月 15 日至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角响彻神州大地。

……
站在新起点，回首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历程，改革开放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
路。三明市紧跟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紧抓
改革开放历史机遇，持续深化沪明对口合
作、京闽科技合作、中央单位对口帮扶、新
时代山海协作等，在产业项目、科技创新、
文旅康养、农业农村等多个领域开展专项
合作，加快推动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建设。

沪明情深 源远流长
20 世纪 50 年代，一代人离开繁华都

市，跋山涉水，援建山区，拉开了沪明对口
合作序幕。

2022 年，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政
策支持三明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明确上海市与三明市开展对口合作，开
启了沪明合作新的篇章。

眼下，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项目已
进入扫尾阶段，将于年底达到开业条件。
项目作为“环大金湖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总投资5亿元，规划占地面积196
亩，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是沪明对口
合作的示范项目，投用后将大大提升泰宁
县的旅游接待能力，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以泰宁锦
江国际度假酒店等项目为典范，沪明两地
累计签约项目71个，总投资额达到340.33
亿元。其中，上海墨砾新材料天然石墨负
极材料前驱体项目、上海纬景储能锌铁液
流电池生产项目等多个重点产业项目已开
工建设或投产。

在乡村振兴与农业合作领域，沪明携
手，成果丰硕。三明市的特色农产品如温庄
贡米、食用菌、冬笋、柑橘等通过合作渠道顺利进入上海市场，深受上海市民
喜爱。同时，三明市还积极引进上海的农业新品种，如旱稻、茄子等，通过试
种和推广，提高当地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

文旅康养是沪明两地合作的又一重要领域。2023年4月，上海—三明
红色旅游专列开行，将两地的红色旅游资源紧密连接在一起，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此外，沪明两地还共同推进多个文旅项目的开发建设，如

“桂峰历史文化名村文旅综合提升项目”，通过保护和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
和自然景观，提升旅游吸引力。

教育和医疗，一是民生之基，一是民生之需。三明市的83所学校与上
海市的学校建立了“一对一”结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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